


　 　 随着我国中药现代化发展，中药农业应运而生，中药材生产作为一种特色产业受

到各产区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成为农业结构调整、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的重要内容和途

径。中药材人工栽培、基地建设发展迅速，出现不少道地药材规模种植区，中药材基

地化、规模化生产成为人工栽培药材的主要形式，然而，在中药材质量控制方面还存

在不少问题，难以达到 “安全、有效、稳定、可控”的要求，特别是在从生产环节控

制重金属、农药残留污染方面还缺乏相应的有效技术，药材生产在基地环境方面，评

价依据不清，基地环境普遍缺乏评价，盲目建设，成为药材重金属、农药残留污染的

重要隐患；在药材生产方面，缺乏规范化生产技术，缺乏安全控制病虫害的综合措

施；农药使用缺乏科学指导，一些不符合无公害要求的禁用农药品种仍在随意使用，

允许使用的化学农药，也存在乱使用、超量使用现象，致使药材农药残留超标严重。

为此，本书针对华北区 ３０ 种大宗药材品种，利用我们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技术，

吸纳了一些公开报道的新技术成果，进行集成，形成通俗易懂，便于生产者掌握的优

化、简化的实用技术。书中明确了中药材基地环境评价标准，农药安全使用规范，高

毒高残留农药禁用种类，无公害中药材生产中化学农药可用种类、使用剂量、安全间

隔期和用药时间等；注明了每种药材的主要病虫害种类，综合防治技术措施；围绕

“科学植保、公共植保、绿色植保”的原则，突出了农业技术、生物技术和安全用药

技术；对每种药材研究制定了其规范化生产技术，技术简便易懂，可操作性强。该书

对指导药农进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、无公害生产，提高中药材生产技术水平，从生产

环节防止药材重金属、农药残留污染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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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１ 范　 　 围

　 　 本标准规定了无公害白芷田间生产产地环境条件、栽培技术、施肥方法、病虫害防
治及田间配套管理措施。

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露地白芷无公害田间生产过程。

２２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　 　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
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明日期的引

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（不包括勘

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

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，

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

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

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 ３０９５　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
ＧＢ ５０８４　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
ＧＢ １５６１８　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

ＧＢ ／ Ｔ ８３２１ １ ～ ７　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（一 ～七）

３３３ 产地环境

　 　 选择不受污染源影响或污染物含量限制在允许范围之内，生态环境良好的农业生产
区域。产地的空气符合空气质量 ＧＢ ３０９５ 二级标准，灌溉水符合农田灌溉水质量 ＧＢ ５０８４
标准，土壤符合土壤质量 ＧＢ １５６１８ 二级标准。

一、无公害白芷田间生产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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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４４ 生产管理

４ １　 选地整地
选肥沃的壤土地块。每亩施农家肥 ２ ０００ ～ ３ ０００ ｋｇ，或生物有机肥 ４００ ～ ５００ ｋｇ，均

匀撒于地表，深翻 ３０ ｃｍ以上，整平耙细，做成宽２ ｍ的平畦。
４ ２　 播种材料

以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收载的伞形科植物白芷 ［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（Ｆｉｓｃｈ Ｅｘ
Ｈｏｆｆｍ）Ｂｅｎｔｈ ｅｔ Ｈｏｏｋ ｆ］为物种来源，选择籽粒饱满、无虫蛀、常温贮藏不超过 １ 年
的白芷种子。

４ ３　 播种
４ ３ １　 播种时期

春播在清明前后，秋播在处暑至白露之间。秋播出苗快，产量高，质量佳。

４ ３ ２　 播种方法
按行距 ３０ ｃｍ开浅沟，深度 １ ～ １ ５ ｃｍ，将种子均匀撒于沟内，覆土盖平，稍镇压。

每亩用种 ２ ｋｇ。
４ ４　 田间管理
４ ４ １　 间苗、定苗

苗高 ５ ｃｍ时，按株距 ５ ～ ８ ｃｍ 间苗；苗高
１５ ｃｍ时，按株距 １２ ～ １５ ｃｍ 定苗。定苗时除去
过大和弱小苗，留壮苗。

４ ４ ２　 中耕除草
结合间苗进行中耕除草，第一次浅松表土，

以后逐次加深。浇水及雨后及时中耕，保持田间

土壤疏松无杂草。中耕时注意勿伤主根。

４ ４ ３　 追肥
一年可追肥 ２ 次，第一次在封垄前每亩追施氮、磷、钾复合肥 ３５ ｋｇ，第二次在 ８ 月

份根茎膨大期追施尿素 ２０ ｋｇ。
４ ４ ４　 灌溉排水

秋播白芷在翌年春天出苗后浇水一次；追肥后及时灌水；收获前可酌情灌水。如遇

雨季田间积水，应及时开沟排水。

４ ４ ５　 拔除抽薹苗
若有植株抽薹开花，应及时拔除。

５５５ 主要病虫害种类及发生条件

　 　 白芷的主要病虫害种类及发生条件见表 １。



■ ３　　　　

一

无
公
害
白
芷
田
间
生
产
技
术

表 １　 白芷常见病虫害及有利发生条件

病虫害名称 病原、害虫种类或类别 传播途径 有利发生条件

斑枯病

真菌：半知菌亚门，白

芷壳针孢 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ｄｅａｒ
ｎｅｓｓｉｉ

风雨传播
高温高湿、多雨露，适宜温度 ２５℃以上，
相对湿度 ９３％以上

灰斑病
真菌：芹菜尾孢 Ｃｅｒｃｏ
ｓｐｏｒａ ａｐｉｉ

雨水、风、气流、

灌溉水、农事作

业等

适宜温度 ２５ ～ ３０ ℃，高湿、缺水、少肥、
灌水过多、植株生长不良

根腐病
真菌：菜豆壳球孢菌

Ｍａｃｒｏｐｈｏｍｉｎ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ｉｎａ
土壤、病残体、带

菌粪肥、水流等

低温多湿易发病，植株伤口和微伤是病菌

侵入的主要途径

根结线虫
线虫：北方根结线虫

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ｅ ｈａｐｌａ
土壤、病残体等

沙性大、保水力弱、通气良好或沙壤土地

发病较重；干旱年份发病重于多雨年份；

连作地发生重

紫纹羽病

真菌：担子菌亚门，

紫卷担子菌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ｓｉ
ｄｉｕｍ ｍｏｍｐａ

水流、病 残 体、

土壤、带病种子

和苗木、农具等

土壤积水或酸性、沙砾土质，连作地或周

围有桑园、甘薯、马铃薯等，高温多湿，

风雨多的季节，气温骤升或虫害猖獗，伤

口多时易发病。偏施氮肥发病重

蚜虫
同翅目，蚜科 Ａｐｈｉｄｏｉ
ｄａｅ

有翅蚜迁移扩散 １８ ～ ２５ ℃，一定湿度

叶螨
蜱螨目，叶螨科 Ｔｅｔ
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

自身爬行，风力 气温 ２９ ～ ３１ ℃，相对湿度 ６０％以下

赤条蝽
半翅目，蝽科 Ｇｒａｐｈｏ
ｓｏｍａ ｒｕｂｒｏｌｉｎｅａｔａ

成虫迁移扩散
６ ～ ８ 月发生危害，温度 ２５ ℃左右，周围
有蔬菜、树木等发生重

黄凤蝶
鳞翅目，凤蝶科 Ｐａｐ
ｉｌｉｏ ｍａｃｈａｏｎ

成虫迁移扩散 ６ ～ ９ 月发生危害，温度 ２５ ℃左右

６６６ 病虫害防治

６ １　 防治原则
贯彻 “预防为主，综合防治”的植保方针，通过选用抗性品种，培育壮苗，加强栽

培管理，科学施肥等栽培措施，综合采用农业防治、物理防治、生物防治，配合科学合

理地使用化学防治，将有害生物危害控制在允许范围以内。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遵守

ＧＢ ／ Ｔ ８３２１ １ ～ ７，没有标明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农药品种，收获前 ３０ ｄ 停止使用，农药的
混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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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 ２　 斑枯病
６ ２ １　 农业防治

与禾本科作物实行 ２ 年以上的轮作。
６ ２ ２　 药剂防治

发病初期喷 １∶ １∶ １００ 波尔多液，或用 ５０％
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或 ７０％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
剂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７５％代森锰锌 （全络合态）

８００ 倍液，或 ３０％醚菌酯 １ ５００ 倍液，或用异
菌脲 （５０％朴海因）可湿性粉剂 ８００ 倍液喷雾
防治。

６ ３　 灰斑病
６ ３ １　 农业防治

实行 ２ 年以上轮作；合理密植，科学灌水，防止田间湿度过高；清除病叶，减少病菌
来源；加强管理，增施有机肥料，改良土壤，增强抗病力。

６ ３ ２　 药剂防治
发病初期喷 １∶ １∶ １００ 波尔多液，或用 ７５％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６００ ～ ８００ 倍液，或 ５０％

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５００ 倍液，或用 ５０％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６００ 倍液，或 ７０％甲基硫菌灵
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７５％代森锰锌 （全络合态）８００ 倍液，或 ３０％醚菌酯 １ ５００ 倍
液，或用异菌脲 （５０％朴海因）可湿性粉剂 ８００ 倍液喷雾防治，７ ｄ 喷 １ 次，连喷 ２ ～
３ 次。
６ ４　 根腐病
６ ４ １　 农业防治

与禾本科作物实行 ３ ～ ５ 年轮作；合理施肥，适量施用氮肥，增施磷、钾肥，提高植
株抗病力；及时拔除病株烧毁，用石灰穴位消毒；清洁田园，减少菌源。

６ ４ ２　 药剂防治
发病初期用 ５０％多菌灵 ６００ 倍液，或 ７０％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用

５０％琥胶肥酸铜 （ＤＴ杀菌剂）可湿性粉剂 ３５０ 倍液灌根，或 ３％广枯灵 （恶霉灵 ＋甲霜
灵）６００ ～ ８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０％二氯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 ５００ 倍液喷淋穴或浇灌病株根部，
７ ｄ喷灌 １ 次，连喷灌 ３ 次以上。
６ ５　 紫纹羽病
６ ５ １　 农业防治

加强田间管理，及时排除田间积水；发现病株及时拔除，并用 ５％ 石灰乳灌病
穴消毒。

６ ５ ２　 药剂防治
每亩用 ５０％多菌灵或 ７０％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０ ５ ｋｇ 加 ２０ ｋｇ 细土撒施土中翻地

播种。发病时用 ７０％甲基硫菌灵 １ ０００ ～ １ ５００ 倍液，或 ７５％代森锰锌 （全络合态）８００
倍液进行灌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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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 ６　 根结线虫
６ ６ １　 农业防治

与禾本科作物轮作。

６ ６ ２　 药剂防治
用 １ ８％阿维菌素 ３ ０００ 倍液灌根，７ ｄ 灌 １ 次，连灌 ２ 次，或将 ４８％毒死蜱乳油和

１ ８％阿维菌素乳油按 １∶ １混合，每亩用 １２０ ｍｌ，兑水浇灌或喷淋，或穴施亩用淡紫拟青
霉菌 （２ 亿孢子 ／ ｇ）２ ｋｇ，或亩用威百亩有效成分 ２ ｋｇ进行沟施。
６ ７　 蚜虫
６ ７ １　 物理防治

黄板诱杀蚜虫，有翅蚜初发期可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黄板，或用 ６０ ｃｍ × ４０ ｃｍ 长方
形纸板或木板等，涂上黄色油漆，再涂一层机油，挂在行间或株间，每亩挂 ３０ 块左右，
当黄板沾满蚜虫时，再涂一层机油。

６ ７ ２　 生物防治
前期蚜量少时保护利用瓢虫等天敌，进行自然控制。无翅蚜发生初期，用 ０ ３％苦参

碱乳剂 ８００ ～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天然除虫菊素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１５％茚虫威悬浮剂 ２ ５００ 倍液等
植物源农药喷雾防治。

６ ７ ３　 药剂防治
用 １０％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３％啶虫脒乳油 １ ５００ 倍液，或 ２ ５％联苯菊

酯乳油 ３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５０％吡蚜酮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５％噻虫嗪 ５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５０％烯啶虫
胺 ４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４ ５％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１ ５００ 倍液，或 ５０％辟蚜雾 ２ ０００ ～ ３ ０００ 倍液，
或其他有效药剂，交替喷雾防治。

６ ８　 叶螨
发生初期用 １ ８％阿维菌素乳油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０ ３６％苦参碱水剂 ８００ 倍液，或天然

除虫菊素２ ０００倍液，或 ７３％克螨特乳油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０％哒螨灵 ２ ０００ 倍液，５７％炔
螨酯 ２ ５００ 倍液，２０％四螨嗪 １ ０００ 倍液，５％唑螨酯或 ２４％螺螨酯悬浮剂 ３ ０００ 倍液，或
噻螨酮 （５％尼索朗乳油）１ ５００ ～ ２ ０００ 倍液等喷雾防治。
６ ９　 赤条蝽
６ ９ １　 农业防治

秋季清除枯枝落叶、铲除杂草，或及时翻地，减少部分越冬虫源；于卵期或初孵幼

虫期，采摘卵块或群集的小若虫。

６ ９ ２　 生物防治
初孵幼虫期用 ０ ３％苦参碱植物杀虫剂 ５００ ～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天然除虫菊素 ２ ０００ 倍

液，或 １５％茚虫威悬浮剂 ２ ５００ 倍液喷雾防治。
６ ９ ３　 药剂防治

幼虫低龄期用 ５０％辛硫磷乳油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２ ５％溴氰菊酯乳油，或 ２０％甲氰菊酯
２ ５００ ～ ３ ０００ 倍液喷雾防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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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 １０　 黄凤蝶
６ １０ １　 农业防治

幼虫发生初期和 ３ 龄期以前，结合田间管理人工捕杀幼虫。
６ １０ ２　 生物防治

产卵盛期或卵孵化盛期，用 １００ 亿 ／ ｇ活芽孢 Ｂｔ可湿性粉剂 ２００ 倍液，或青虫菌 （每

克含孢子 １００ 亿）３００ 倍液，或用氟啶脲 （５％抑太保）２ ５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５％灭幼脲悬浮
剂 ２ ５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５％除虫脲悬浮剂 ３ ０００ 倍液，或氟虫脲 （５％卡死克）乳油 ２ ５００ ～ ３
０００ 倍液，或虫酰肼 （２４％米满）１ ０００ ～ １ ５００ 倍液，或用 ２ ５％鱼藤酮乳油 ６００ 倍液，
或 ０ ６５％茴蒿素水剂 ５００ 倍液，或多杀霉素 （２ ５％菜喜悬浮剂）３ ０００ 倍液喷雾防治。
６ １０ ３　 药剂防治

卵孵化盛期或低龄幼虫期，用 １ ８％阿维菌素乳油或 １％甲胺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
油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４ ５％高效氯氰菊酯或联苯菊酯 （１０％天王星乳油）或 ５０％辛硫磷乳油
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５％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２ ０００ 倍液喷雾。

７７７ 采　 　 收

　 　 春播后于当年 １０ 月份采收；秋播的白芷在第二年 ９ 月份采收。采收时选择晴天进行，
先割去地上部分，然后小心挖取全根，抖净泥土，晒干或低温干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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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１ 范　 　 围

　 　 本标准规定了无公害板蓝根田间生产产地环境条件、栽培技术、病虫害防治及田间
配套管理措施。

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露地板蓝根无公害田间生产过程。

２２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　 　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
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明日期的引

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（不包括

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

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

方，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

本。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

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 ３０９５　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
ＧＢ ５０８４　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
ＧＢ １５６１８　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

ＧＢ ／ Ｔ ８３２１ １ ～ ７　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（一 ～七）

３３３ 产地环境

　 　 选择不受污染源影响或污染物含量限制在允许范围之内，生态环境良好的农业生产
区域。产地的空气质量符合 ＧＢ ３０９５ 二级标准，灌溉水质量符合 ＧＢ ５０８４ 标准，土壤中铜
元素含量低于 ８０ ｍｇ ／ ｋｇ，其他符合土壤质量 ＧＢ １５６１８ 二级标准。

二、无公害板蓝根田间生产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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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４４ 生产管理

４ １　 选地整地
选择沙质壤土，耕前灌一次水。每亩施腐熟的农家基肥 ３ ０００ ｋｇ，或生物有机肥

４００ ～ ５００ ｋｇ，均匀撒于地表，耕深 ３０ ｃｍ左右，耙细整平，做成宽 ２ ｍ左右的平畦。
４ ２　 播种材料

选择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规定的十字花科植物菘蓝 （Ｉｓａｔｉｓ 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 Ｆｏｒｔ）的种
子。

４ ３　 播种
春播在 ４ 月上中旬，夏播于 ６ 月份，按 ２０ ｃｍ行距条播，每亩播种量 ２ ～ ２ ５ ｋｇ。

４ ４　 田间管理
４ ４ １　 间苗

植株过密适当间苗。

４ ４ ２　 中耕除草
幼苗出土后及时中耕除草，植株封垄后，

不再中耕。大雨过后，锄松表土。

４ ４ ３　 追肥
春播的在 ６ ～ ７ 月份每亩追施氮、磷、钾

复合肥 ２５ ｋｇ，夏播的在 ８ 月份每亩追施氮、
磷、钾复合肥 ２５ ｋｇ。
４ ４ ４　 灌水排水

幼苗期如遇干旱少雨及时灌水，结合施肥进行灌水。雨后注意及时排水。

５５５ 主要病虫害种类及发生条件

　 　 板蓝根的主要病虫害种类及发生条件参见表 ２。
表 ２　 板蓝根常见病虫害及发生条件

病虫害名称 病原、害虫种类或类别 传播途径 有利发生条件

蚜虫
同翅目，蚜科 Ａｐｈｉｄｏｉ
ｄａｅ

有翅蚜迁飞 气温 １８ ～ ２５ ℃

菜青虫
鳞翅目，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ｓ
ｒａｐａｅ

成虫短距离迁移

扩散
气温 ２０ ～ ２５ ℃，相对湿度 ６８％ ～８０％

小菜蛾
鳞翅目，菜蛾科 ｐｌｕｔｅｌ
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

成虫迁飞扩散 最适温度 ２０ ～ ３０ 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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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病虫害名称 病原、害虫种类或类别 传播途径 有利发生条件

美洲斑潜蝇
双翅目，潜蝇科 Ｌｉｒｉｏ
ｍ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ｅ

风、成虫短距离

迁飞
气温 １９ ～ ２８ ℃

蛴螬

（金龟子）

鞘 翅 目，丽 金 龟 科

Ｒｕｔｅｌｉｄａｅ； 鳃 金 龟

科 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
成虫迁移扩散 有机质多、土壤肥沃

红蜘蛛
蜱螨目，叶螨科 Ｔｅｔ
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

自身爬行，风力 气温 ２５ ～ ３１ ℃，相对湿度 ６０％以下

霜霉病

真菌：鞭毛菌亚门，

卵菌纲，霜霉目，霜

霉属 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 ｐａｒａ
ｓｉｔｉｃａ

病残体在土壤中

越冬，通过雨水

溅射到叶片上

雨日多，田间湿度大，利于该病发生蔓延

根腐病

真菌：半知菌亚门、

丝孢纲、镰刀菌属 Ｆｕ
ｓａｒｉｕｍ ｓｏｌａｎｉ

土壤、农家肥、

种子、水流

温度、土温 ２４ ～ ３０ ℃、相对湿度 ７０％
以上

白粉病

真菌：子囊菌亚门，

十字花科白粉菌 Ｅｒｙｓ
ｉｐｈｅ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ｒｕｍ

风雨传播
低温高湿、氮肥过多、植株过密、通风透

光不良等情况下，均易发病

６６６ 病虫害防治

６ １　 基本原则
贯彻 “预防为主，综合防治”的植保方针，通过选用抗性品种，培育壮苗，加强栽

培管理，科学施肥等栽培措施，综合采用农业防治、物理防治、生物防治，配合科学合

理地使用化学防治，将有害生物危害控制在允许范围以内。农药安全使用间隔期遵守

ＧＢ ／ Ｔ ８３２１ １ ～ ７，没有标明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农药品种，收获前 ３０ ｄ 停止使用，农药的
混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期。

６ ２　 蚜虫
６ ２ １　 物理防治

黄板诱杀蚜虫，有翅蚜初发期可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黄板，或用 ６０ ｃｍ × ４０ ｃｍ 长方
形纸板或木板等，涂上黄色油漆，再涂一层机油，挂在行间株间，每亩挂 ３０ 块左右。
６ ２ ２　 生物防治

前期蚜量少时保护利用瓢虫等天敌，进行自然控制。无翅蚜发生初期，用 ０ ３％苦参
碱乳剂 ８００ ～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天然除虫菊素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１５％茚虫威悬浮剂 ２ ５００ 倍液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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雾防治。

６ ２ ３　 药剂防治
用 １０％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３％啶虫脒乳油 １ ５００ 倍液，或 ２ ５％联苯菊

酯乳油 ３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４ ５％高效氯氰菊酯乳油１ ５００倍液，或 ５０％辟蚜雾 ２ ０００ ～ ３ ０００ 倍
液，或 ５０％吡蚜酮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５％噻虫嗪５ ０００倍液，或 ５０％烯啶虫胺 ４ ０００ 倍液，
或其他有效药剂，交替喷雾防治。

６ ３　 菜青虫 （菜粉蝶）

６ ３ １　 生物防治
菜粉蝶产卵期，每亩释放赤眼蜂 １ 万头，隔 ３ ～ ５ ｄ释放 １ 次，连续放 ３ ～ ４ 次。或于

卵孵化盛期，用 １００ 亿 ／ ｇ活芽孢 Ｂｔ 可湿性粉剂 ２００ 倍液，或每亩用 １００ ～ １５０ ｇ 的 １０ 亿
ＰＩＢ ／ ｍＬ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液；或用氟啶脲 （５％抑太保）或 ２５％灭幼脲悬浮剂 ２ ５００
倍液，或 ２５％除虫脲悬浮剂 ３ ０００ 倍液，或氟虫脲 （５％卡死克）乳油 ２ ５００ ～ ３ ０００ 倍
液，或虫酰肼 （２４％米满）１ ０００ ～ １ ５００ 倍液，或 １５％茚虫威悬浮剂 ２ ５００ 倍液，或
０ １％闹羊花素 －Ⅲ乳油 ３００ ～ ５００ 倍液，或多杀霉素 （２ ５％菜喜悬浮剂）３ ０００ 倍液喷
雾防治。７ ｄ喷 １ 次，防治 ２ ～ ３ 次。
６ ３ ２　 药剂防治

用 ４ ５％高效氯氰菊酯或联苯菊酯 （１０％天王星乳油）或 ５０％辛硫磷乳油或 ５％氯虫
苯甲酰胺悬浮剂 １ ０００ 倍液，１％甲胺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或 １ ８％阿维菌素乳油
２ ０００倍液等喷雾防治。
６ ４　 小菜蛾
６ ４ １　 农业防治

清除田间残株、枯叶，铲除杂草以消灭越冬场所及部分越冬虫卵。

６ ４ ２　 生物防治
成虫羽化初期，使用性诱剂诱杀成虫。其他方法同 ６ ３ １。

６ ４ ３　 药剂防治
卵孵化期或低龄幼虫期喷药防治，防治方法同 ６ ３ ２。

６ ５　 美洲斑潜蝇
６ ５ １　 生物防治

于美洲斑潜蝇发生初期开始，按照一定比例释放潜蝇茧蜂、绿姬小蜂、双雕小蜂等

寄生斑潜蝇。

６ ５ １　 药剂防治
在幼虫 ２ 龄以前发生初期，叶片上虫道长度 ２ ｃｍ以下，用 １ ８％阿维菌素乳油 ２ ０００

倍液，或高效氯氰菊酯 （１ ８％ 绿杀灵乳油）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４％ 灭蝇胺可溶性粉剂
１ ０００ ～ ２ ０００ 倍液等喷雾防治。
６ ６　 蛴螬 （金龟子幼虫）

６ ６ １　 农业防治
冬前将栽种地块深耕多耙，杀伤虫源、减少幼虫的越冬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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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 ６ ２　 物理防治
利用成虫的趋光性，在其盛发期用黑光灯或黑绿单管双光灯 （发出一半黑光一半绿

光）或黑绿双管灯 （同一灯装黑光和绿光两只灯管）诱杀成虫 （金龟子），一般 ５０ 亩地
安装一台灯。

６ ６ ３　 生物防治
防治幼虫施用乳状菌和卵孢白僵菌等生物制剂，乳状菌每亩用 １ ５ ｋｇ 菌粉，卵孢白

僵菌每平方米用 ２ ０ × １０９ 孢子。
６ ６ ４　 化学防治

幼虫防治以下两种方法任选其一或综合运用：

ａ 毒土防治：用 ５０％辛硫磷乳油 ０ ２５ ｋｇ 与 ８０％敌敌畏乳油 ０ ２５ ｋｇ 混合，拌细土
３０ ｋｇ，或用 ５％毒死蜱颗粒剂，亩用 ０ ６ ～ ０ ９ ｋｇ，兑细土 ２５ ～ ３０ ｋｇ，或用 ３％辛硫磷颗
粒剂 ３ ～ ４ ｋｇ，混细沙土 １０ ｋｇ制成药土，在播种或栽植时撒施，均匀撒施田间后浇水。

ｂ 喷灌防治：用 ９０％敌百虫晶体，或 ５０％辛硫磷乳油 ８００ 倍液等药剂灌根防治
幼虫。

６ ７　 红蜘蛛
于田间点片发生初期用 １ ８％阿维菌素乳油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０ ３６％苦参碱水剂 ８００ 倍

液，或天然除虫菊素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７３％克螨特乳油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噻螨酮 （５％尼索朗
乳油）１ ５００ ～ ２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０％哒螨灵 ２ ０００ 倍液，５７％炔螨酯 ２ ５００ 倍液，２０％四螨
嗪 １ ０００ 倍液，５％唑螨酯或 ２４％螺螨酯悬浮剂 ３ ０００ 倍液喷雾防治。
６ ８　 霜霉病
６ ８ １　 农业防治

选择无病地块作留种田；与禾本科作物等进行轮作，避免与十字花科等易感染霜霉

病的作物连作或轮作；清除田间枯枝落叶，处理病残株，减少菌源；雨后及时排水。

６ ８ ２　 药剂防治
发病初期喷洒 ８０％乙磷铝可溶性粉剂 ＋黄腐酸盐 （１∶ １）８００ 倍液，或 ７５％百菌清可

湿性粉剂 ６００ 倍液，或 ９０％乙磷铝可湿性粉剂 ５００ 倍液，或霜脲氰 ＋代森锰锌 （７２％杜
邦克露）可湿性粉剂 ８００ 倍液，或霜脲氰 （４０％霜疫灵）２００ ～ ３００ 倍液，或 ２５％甲霜灵
可湿性粉剂 ８００ 倍液，或铜铵合剂 ４００ 倍液 （硫酸铜∶碳酸铵１∶ ５ ５，研碎混合后０ ５ ｋｇ加
水 ２ ０００ ｋｇ），或用 ７０％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８００ ～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５０％多菌灵可湿性粉
剂 ６００ 倍液，或用异菌脲 （５０％朴海因）可湿性粉剂或 ７５％代森锰锌 （全络合态）８００
倍液，或 ３０％醚菌酯 １ ５００ 倍液喷雾防治。隔 ７ ～ １０ ｄ 用药 １ 次。病害流行期用 １ ∶ １ ∶
（２００ ～ ３００）的波尔多液或用 ６５％代森锌 ６００ 倍液喷雾。注意交替轮换用药。
６ ９　 根腐病
６ ９ １　 农业防治

选择地势略高、排水畅通的地块种植；合理轮作；合理施肥，提高植株抗病力；及

时拔除病株烧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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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 ９ ２　 药剂防治
发病初期用 ５０％多菌灵 ６００ 倍液，或 ７０％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

７５％代森锰锌 （全络合态）８００ 倍液，或 ３％广枯灵 （恶霉灵 ＋甲霜灵）６００ ～ ８００ 倍液，
或 ２０％二氯异氰尿酸可溶性粉剂 ５００ 倍液淋穴或浇灌病株根部。

及时拔除病株后用以上药剂灌病穴，以防蔓延。

６ １０　 白粉病
６ １０ １　 农业防治

前茬不选用十字花科作物；合理密植，增施磷、钾肥，增强抗病力；排除田间积水，

抑制病害的发生；发病初期及时摘除病叶，收获后清除病残枝和落叶，携出田外集中深

埋或烧毁。

６ １０ ２　 生物防治
用 ２％农抗 １２０ 水剂或 １％武夷菌素水剂 １５０ 倍液，或 １％蛇床子素 ５００ 倍液等植物源

农药喷雾，７ ～ １０ ｄ喷 １ 次，连喷 ２ ～ ３ 次。
６ １０ ３　 药剂防治

预计临发病时用 ５０％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５００
倍液，或 ７０％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１ ０００倍液，
或 ７５％代森锰锌 （全络合态）８００ 倍液，或 ６５％
福美锌可湿性粉剂 ３００ ～ ５００ 倍液等保护性防治；
发病初期和发病后用戊唑醇 （２５％金海可湿性粉
剂）３ ０００ 倍液，或三唑酮 （１５％粉锈宁可湿性
粉剂）１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４０％氟硅唑 （福星）乳油

５ ０００ 倍夜，或 ３０％氟菌唑可湿性粉 ２ ０００ 倍液，
或 ２５％ 丙环唑 ３ ０００ 倍液，或 １２ ５％ 晴菌唑 １
５００ 倍液治疗性防治。

７７７ 采　 　 收

７ １　 大青叶
６ 月和 １０ 月份收割 ２ 次，离地面 ３ ｃｍ 处割

下叶子，晒干。

７ ２　 板蓝根
１０ 月份割叶后刨根，抖净泥土，晒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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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１ 范　 　 围

　 　 本标准规定了无公害半夏田间生产产地环境条件、栽培技术、施肥方法、病虫害防
治及田间配套管理措施。

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露地半夏无公害田间生产过程。

２２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

　 　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
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明

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

单 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

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

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，研究是否可使

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明

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

本标准。

ＧＢ ３０９５　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
ＧＢ ５０８４　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
ＧＢ １５６１８　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

ＧＢ ／ Ｔ ８３２１ １ ～ ７　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（一 ～七）

３３３ 产地环境

　 　 选择不受污染源影响或污染物含量限制在允许范围之内，生态环境良好的农业生产
区域。产地的空气符合空气质量 ＧＢ ３０９５ 二级标准，灌溉水符合农田灌溉水质量 ＧＢ ５０８４
标准，土壤符合土壤质量 ＧＢ １５６１８ 二级标准。

三、无公害半夏田间生产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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